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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medicine is an important and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 the progres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e constantly updated. In order to better and m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bring more high-quality curative effect to clinical patients, and provide a broader platform for Chi-
nese medical cause, 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irst, then develop, first research and then use,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protectio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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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是中国医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中药研究手段不断更新，为了中药资源更好、更
持续的发展，为临床患者带来更加优质的疗效，为中国医学事业提供更广阔的平台，我们有责任先保护后开发，先研究后利用，
实现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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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药资源 (Resources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是自

然资源的一部分 , 目前主要研究对象为生物药资源 , 即植物药

资源和动物药资源。广义的中药资源还包括矿物药资源、栽

培和饲养的药用植物和动物 , 以及利用生物技术繁殖的生物个

体和产生的活性物质 [1]。

2 中药资源的现状

目前，中国面临着中药资源物种丰富多样，但资源缺乏、

濒危种类增多的现状。中国多次进行中药资源的普查，确认

中国有中药资源 12807 种，其中药用植物有 383 科、2 309 属、

11146 种，占 87％；药用动物有 395 科、862 属、1581 种，

占 12％；药用矿物有 80 种，不足 1％ [2]。中药资源中包括民

族药资源 4000 多种，约占资源总数的 30%；具有传统中医药

学理论基础、可供直接利用的约 400 种左右。通过 20 余年的

继续研究新增药用植物 2000 余种，使中国目前已知的药用植

物种类达到 13000 余种。

虽然中国中药资源种类丰富多样，但是经过几十年没有

规律的开发与利用，很多地区人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

并没有合理开发的同时抢先利用自然资源。另外，环境污染

也成为影响中药资源产量的一大因素，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

“三废”严重污染了自然生态环境，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

过量使用也使土地、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中国全国土

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 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

染点位比例分别为 11.2%、2.3%、1.5% 和 1.1%[3]。目前，许多

珍贵的中药物种已经到了资源匮竭的地步，甚至有些新探索

出的物种刚被发现其药用价值和临床价值就已经面临灭绝的

危险。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处于濒危灭绝的植约 3000 种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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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 60~70%。1992 年公布的《中国植物红

皮书》收载濒危植物 398 种 , 其中药用植物达 168 种，列入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药用动物 162 种。

3 保护中药资源的意义

从目前中药资源的现状来分析，中药资源的保护迫在眉

睫。中药资源是中国人民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的重要物质基

础 , 与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丰富的科学

内容 , 是中国医药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药资源的可持续

开发和应用 , 是当代可持续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一部分，对社会

主义的经济事业、生态文明、人民卫生保健事业有极大地促

进和保障作用 , 具有持久的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在

人类被各类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及其耐药性日益困扰的今天，

中药以其特有的疗效而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和青睐，

中药的研究随之不断深入、前景可喜。如果继续以不合理的

方式开发、利用中国的药用动植物资源 , 不重视野生药材资源

的保护和研发 , 对野生药材的盲目开发利用将使药用动植物资

源彻底消失 , 从而影响到天然药用动植物资源的安全和可持续

发展利用。同时 , 随着中药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 对药材资源的

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 野生药材资源面临的压力会日益增大 , 若

不加以保护 , 随着中药材需求的日益增长 , 许多药材资源会面

临枯竭 , 天然药物将难以维系。针对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存在

的问题，科技部等在《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 年 )

中指出：“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保护资源和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特别要注意对濒危和紧缺中药材资

源的修复和再生，防止流失、退化和灭绝，保障中药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和中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4]。因此 , 如何正确有效、

规律地利用药用动植物资源 , 如何保证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和利用是目前亟待解决、刻不容缓的问题。

4 保护中药资源的策略

4.1 依法保护，违法纠责

长期以来，个别地方对于野生资源保护力度不够，导致

肆意乱挖滥猎现象日益严重，甚至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的恶劣情况发生，所以社会有必要以《药品管理法》为准绳 ,

进一步完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同时贯彻到相关部门，

使各部门都参与到保护中药资源的工作中，并有针对性地保

护濒危药材资源。建立药材资源体系 , 依法管理滥采滥挖，肆

意开发的现象。实现特殊品种、特殊地域、特殊时期的重点

保护。

4.2 循环利用，提高利用率

循环经济学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生态学规律的指

导下 , 以“再使用、再循环”为准则 , 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经济学。把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应用于

中药产业 , 作用于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中药资源

使用的过程中尽最大可能实现“资源 - 产品 - 再生资源 - 再

生产品”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 , 从而实现中药资源的循环利用。

加强对药用部位的综合利用，如以人参茎叶、种皮作为提取

人参皂苷的原料；同一药用部位不同有效成分的综合利用，

如在提取甘草甜素后的药渣中再提取黄酮类成分；同一有效

成分的多产品综合开发利用 [5]。

4.3 科学替代，人工养殖

2011 年前后，中国全国 537 种药材中有 84% 的品种出现

不同程度的涨价，许多药材原料价格已超过成药价格，导致

药厂停产，市场供应紧张 [6]。因此，联合现代科学技术，以

现有且资源丰富的物质去代替资源匮乏的物质或者价格昂贵

的药物是最好的选择。香港大学以高效液相色谱与气 - 质联

用研究了人工麝香代替天然麝香的片仔黄化学成分组成 , 结果

两者有较好的一致性，另一麝香的代用品为麝鼠香。通过质

谱分析分离、鉴定其主要化学成分 , 证实在麝鼠香囊中含有麝

香酮、十七环烷酮、多种大环酮类、有机酸酯类等成分 , 与麝

香类似 [7], 二者的药理作用也无显著性差异 [8]。再如珍稀动物

药熊胆 ( 粉 ), 因其主要含有利胆活性成分熊去氧胆酸而备受

关注 , 在治疗肝胆疾病上有着很好的疗效，因此引发了熊胆汁

人工引流技术的滥用 , 很多不法分子用极其残忍的手段从熊身

上取胆汁，有悖于动物伦理学和保护生物学的要求和规范。

经对比实验 , 熊胆 ( 粉 ) 的利胆临床疗效并比不上熊去氧胆酸 ,

并且价格较昂贵，是熊去氧胆酸价格的 10 到 15 倍之多。可

见人工开发代替的药物并不比原生态的疗效差，相反在有些

特殊疗效方面人工代替品由于原始材料。我们有理由期待更

多濒临灭绝的动植物中药资源被现代合成物质所替代，从根

本上保护、减少珍贵资源的应用。

4.4 规范保护，建立区域

建立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保护区，开展建立野生动物保护

区，对野生的药用动植物辅以适当的人工抚育和中耕、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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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或喂养等管理 , 促进它们的生长繁殖，减少各种灾害的破

坏。同时，探索野生药材的生长规律，如果可以人工模拟野

外群落，形成野生状态，对于这些珍贵物种的繁衍更有意义，

为中药资源的持续利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中国已建立各

类自然保护区 926 个 , 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7.64%。全国各地

的植物园 ( 包括动物园或驯养繁殖中心 ) 和药用植物园中 , 引

种或保存的药用植物达 5000 种左右 [9]。据不完全统计 , 中国

现已建立中药材种植场 5000 多个 ,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600 万

亩 , 年生产总值约为 160 亿元 [10]。

4.5 减少浪费 

据有关统计 , 在 1 000 张医院门诊汤剂处方中，每张处方

12 ～ 15 味药的有 768 张，占处方总数的 77.8%，15 味以上的

处方有 94 张 , 约占总数的 10% [11]。而《伤寒论》中每副不过

3~5 味药的处方约占总数的一半还多。实际上 , 处方药味越多，

剂量越大，对汤剂中各种有效成分的煎出率影响也就越大，

直接影响到临床疗效。因此 , 中药汤的组方原则应该严格按照

“君、臣、佐、使”的要求，简化大处方、合理配伍，这样

既减少有效成分的损失，提高临床疗效，又可避免药材的浪费。

5 中药资源的展望

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使得中药资源发展也面临着机遇与

挑战。中药资源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直接参与了

陆地生态系统与土壤圈、大气圈、水圈之间的物质交流。中药

资源科学既是一门药学科学，也是一门地球科学。许多日益严

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与中药资源的利用紧密相关，如温室效应、

臭氧层耗损、酸沉降物、核放射性物质沉降、土壤沙化、水资

源匮乏等生态环境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药资源系统；

而中药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也势必影响到区域性及全球性问题，

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科学的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深

入，都使得中药研究必将进入一个多学科的协作阶段。中药的

研究不可能依靠单一学科的研究而取得重大突破 , 而需要各有

关学科之间的相互协作，从而取得更大的飞跃。例如，中药活

性成分的研究常须在药理学、毒理学、生物化学、本草学、生

药学以及中药炮制学等学科的参与下进行。近年来 , 在中药化

学研究中 , 临界 CO2 萃取、膜分离技术等技术和设备的应用

已充分体现出多学科合作发展的优势。如今，已获诺贝尔医学

奖的屠呦呦教授，用青蒿素的提取更加证明了多领域合作的广

阔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多领域全方位，保护与开发并重的

中药资源发展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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